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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班主任2020年3月18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找到班主任专业成长的找到班主任专业成长的““燃点燃点””
通过交流，我发现专业成长这个

话题让班主任深感困惑：一是找不到

成长方向，总觉得所处平台低，缺少外

力的托举和引领；二是没有促进成长

的氛围，每天周旋于繁杂琐事之间，没

有时间思考专业成长问题。

我当班主任 16 年，常常思考这样

一个问题：班主任专业成长方向不明、

动力缺失的根源在哪里？是行政层面

对班主任专业发展不够重视？显然不

是。以我所在的荣成市为例，每年有

专项拨款用作全市教师的培训经费，

其中班主任的专项培训经费占相当大

比重。那么，是培训过程中出现了重

实践操作轻理论引导的偏颇现象吗？

其实也不是！无论是培训的顶层设

计，还是切合教师发展进行的教学改

革，都是站在理论的高地助推实践行

进的。

那么，造成班主任专业发展“推而

不进”“促而不长”的原因是什么？我

认为，症结在于以行政力量自上而下

的推进方式。这样推动固然便于落实

政策和实现目标，却忽视了班主任专

业成长的关键因素——自我成长需

求，即班主任自我成长的意愿有多强

烈，行走下去的动力就有多坚决。

基于以上思考，我尝试开启一种

自下而上的“燃点式”成长模式，打造

一个小型的班主任成长共同体，引导

一部分骨干班主任有针对性地研究班

级建设问题，先行成长起来，再以共同

体为圆心慢慢向外扩散，吸引更多班

主任主动参与。

2018 年，我以教师自愿报名的方

式吸纳 16 名学员，成立了班主任工作

室。支撑我这样做的理由有三条：第

一，我曾经是特殊教育学校的班主

任，从各个角度来看，良好的成长平

台和机遇都曾是我遥不可及的，可不

服输的钻研劲儿和一路向前的执着

精神最终让我从闭塞的环境走向了

更重要的工作岗位，这对许多成长平

台比我高的人来说都是强大的推动

力量。第二，在带动学员成长过程中

要求他们做到的，我身体力行，执着

打拼的样子成了大家奋力前行的样

本。第三，由于个人需要经常外出讲

座或参加各类研讨活动，每当有这样

的机会我都带领工作室学员参与其

中，因此这批教师无论在眼界见识或

问题审视方面都将拥有更广阔的视

角和更深透的思考。

在我的带动下，班主任工作室学

员迅速成长起来。但这并不是终极目

标，我的希望是他们能凭借先行成长

起来的优势，在各自的学校、学区发挥

积极的影响，推动更多班主任的专业

成长。因此，我鼓励工作室学员“单

干”，根据学员意愿，将其中 12名学员

所在学校发展为合作实验校，组建班

主任成长共同体，12 名学员成为所在

学校的“首席班主任”。我结合每位学

员的特点和优势，从总体上对各个成

长共同体的发展进行方向规划和行动

指导。

以荣成市好运角学区的班主任

成长共同体为例。有一段时间，初中

生“早恋”问题成了班主任言谈间最

为头疼的话题。如果直接谈感情，正

处于青春期的学生肯定不愿意与老

师交流。“首席班主任”讲了自己的看

法：可以运用《两只蛋的爱情》绘本故

事引导学生理性面对这种情感，这样

学生更容易接受。此外，还可以采用

与学生分享自己情感故事的方式，化

解学生成长之惑。这一看似微不足

道的引导，激发出的却是其他班主任

更多的创意和好点子。一件寻常小

事，就这样在“首席班主任”的引领

下，在班主任你一言我一语的探讨中

散发出活力。

其实，我所带领的班主任工作室

学员主要就是扮演了“成长点燃者”的

角色。除了好运角学区“首席班主任”

带动的故事德育研究外，班级管理小

点子研究、特色乡土阅读品牌研究、传

统渔耕文化研究等，也成为不同学区

班主任成长共同体的发展特色。以研

促学、以研助长已经成为点燃班主任

专业发展热情的强力“火苗”。

班主任专业成长的关键在哪里？

毫无疑问，就在每一位班主任的认知

和行动中。心若动了，自然会迈出成

长的脚步。先找到引燃点，再助力成

长，或许这才是最有指向的发展尝试。

杨雪梅，山东省荣成市教

育教学研究培训中心教研员，威

海市班主任名家工作室主持人，

威海市名班主任。2018年创建

荣成雪梅读写团队、荣成雪梅班

主任工作室，致力于推动区域内

教师群体的专业成长。

平台不够大、时间不够多，都不是班主任成长的真正阻碍。自身成长的意愿有多强烈、行走下去的动力有多坚决，才是根本原

因。本期刊发山东省荣成市教育教学研究培训中心教研员杨雪梅关于班主任专业发展的第一篇——

过生日是一件大事，怎样做才能

给孩子过一个既有趣又有意义的生

日？我以学生生日为契机，举行班级

庆生会，将学生生日作为促进家校合

作的载体，通过家校联动，帮助孩子

与家长共同成长。

为你写诗，为生命喝彩

每到一个孩子的生日，我会联合

“小寿星”的父母、同学共同寻找其身

上的闪光点，共话孩子的成长故事，

并将之谱写成专属生日诗。或长或

短的生日诗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看

见，每一件小事都能被关注。

与此同时，我也鼓励和指导“小

寿星”为自己的父母写诗，与爸爸妈

妈诉说心里话。如果说集体为“小寿

星”创作的生日诗在孩子心中播下了

爱和欣赏的种子，那么“小寿星”为父

母写诗则培养了孩子的感恩情怀，让

孩子更理解父母、父母更懂孩子。

爱的语言，解密生命的需求

《爱的五种语言》是一本关于爱

和婚姻的辅导书，里面诠释了 5 种爱

的“语言”：肯定的言辞、身体的接触、

服务的行动、精心的陪伴、有意义的

礼物。这些语言密码不仅适用于夫

妻之爱，也同样适用于亲子之情、师

生之谊。

每个人感受爱和表达爱的方式

都不一样，只有了解对方爱的语言，

读懂对方内心的真正需求，才能更好

地给予爱。每次庆生活动，我都邀请

“小寿星”的家长参加，让家长与孩子

相互了解对方爱的语言。借助这一

活动，“小寿星”一家得以了解彼此的

需求，并在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在老

师、同学的共同见证下许下爱的承

诺。于是，每一次学生的庆生会，就

成了调和亲子关系的契机。

亲子共读，为生命成长赋能

生命是一段旅程，生日是生命不

断成长的记录。为了让学生成长的

每一步都留下痕迹，我引导“小寿星”

设定新一年的成长目标，结合成长目

标，我与孩子的父母协商，为“小寿

星”购买相应的成长书籍，并在庆生

会中设计赠书环节，借机开启亲子共

读活动。

曾经，王一明设定的目标是“快

点长大”。我问他怎样才是真正长

大，王一明认真想了想说：“就是长得

像老师一样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笑了笑，略带神秘地告诉他：“真正

的长大不仅是长高了，还有不断增长

的见识、本领。你过生日时，老师送

你一本书，你和爸爸妈妈一起到书里

可以找到快点长大的秘诀。”

通过与家长协商，我选择了《木

偶奇遇记》。当赠书的日子来临，王

一明拿到书后迫不及待地开启了与

父母的共读之旅。一个月后，他有些

兴奋地告诉我：“老师，我知道匹诺曹

为什么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孩，因为

他不再说谎，努力学习，有了本领，还

学会了关心他人。”

运动玩耍，回归生命的本真

生命在于运动。有科学家发现，

玩耍、运动与食物、睡眠同等重要。

事实上，玩耍和运动还能使人敢于面

对挑战和冒险、有冲劲和创造力，不

断产生并尝试新想法，可以更好地促

进大脑发育。为了让家长和学生重

新认识运动和玩耍的重要性，每月一

次的班级庆生活动都组织家长和孩

子走进大自然。我还与家长、孩子通

力合作，开发了班级运动、玩耍的游

戏库。当学习不仅仅发生于大脑，而

是连接了身心，我们的教育也越来越

接近本真。

班级庆生会为学生表达对生命

的认知提供了独特渠道。它的实施

不囿于教室和校园，而是深入家庭，

得到了家长的参与和支持。对于学

校教育发展和学生成长来说，家长的

支持是不可缺少的因子，家庭是无可

替代的一股力量。家校共育这本

“书”，值得教师一生研读。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东莞市松山

湖第一小学）

班级庆生会

让家长更了解孩子
□王 明 邱译萱

“活跃分子”也能放光芒 □杨 曼

新学期第一天进班，我发现班里

有一个身材“高人一等”的孩子，十分

引人注目。接班前，有同事告诉我这

个班有一个个子高高的“活跃分子”

田田——公然对抗老师是他的“喜

好”，随意进出老师办公室是他的“特

长”。“想必他就是众人口中的田田。”

我心想。

第一次见面时田田正病着，身上

没有力气，人看着也没精神，我便仔

细给他讲解课堂练习，给他足够的温

暖，力争在他心里树立好老师的形

象，渴望他今后不在班里打闹生事。

首次见面反响很好，但我后来发

现，隔三差五田田就说身体不舒服，

向班上学生多方了解，才知道这是他

应对老师、躲避写作业的惯用招数。

不久后，田田不仅在我的课上显

现出他的“风采”，还在美术课上与老师

闹矛盾，甚至摔门而出。温柔相待没有

用，我打算换一种方法，以严格要求促

使他改变自己。然而，理想很丰满，现

实很骨感，严格要求并没有让他变得自

觉，反而激起他强烈的反抗情绪。

于是，我又与所有科任教师沟

通。多管齐下，总会有用的。可田田脾

气拧得很，教师越严厉他越反抗。我这

才看清楚，板起脸来也不是好办法。

无奈之下，只好家访。通过与田

田父母交流，我发现田田是一个爱看

书、爱打篮球的孩子，而且有一肚子的

奇思妙想。家访结束后，我布置了手

抄报的作业，想试一试他。结果田田

的设计独特、角度新颖，我在全班学生

面前表扬了他。从来在老师和同学心

目中只会挨批评的他，一时间有些不

知所措。看来，他还是很在乎大家对

他的评价的。课后，我又与田田聊了

很多，先是列出他的种种优点，又跟他

说了许多我的教学故事。慢慢地，他

开始信任我，言语上也不再排斥我。

我承诺，如果他能从现在开始改变自

己的言行，认真做事、好好学习，我每

周传授他一个学习秘诀，并帮他实现

加入校篮球队的愿望。如果他做不

到，就每天罚写一篇作文。

田田果然表现好了，不仅在我的

课堂上，其他科任教师也说，田田课上

认真学习就像变了一个人。至此，我们

决定深化“合作”，如果田田每天都能按

时完成各科作业，在不影响正常学习的

情况下，他中午可以打半小时篮球。

接下来的两年，田田的学习成绩

提高了，成了遵守规则的好学生，还如

愿加入了校篮球队。每次他有比赛，

我都到场观赛。在这样的“特殊关照”

下，我与田田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

小学生涯的最后一年，田田所在

的校篮球队参加区级小学生篮球赛

并一举夺冠，田田得到了校长的点名

表扬。那一刻，我很感动，但更多的

是自豪，不为自己，而是为田田。去

年，田田顺利升入初中，还争取到了

班长的岗位，继续绽放自己的光芒。

作为老师，我们会遇到很多田田

这样的孩子，用静待花开的心态，从

心灵深处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并

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予理解和宽容，

才是遵从了为师的本分，才能达到

“亲其师，信其道”的效果。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天地实

验小学）

我和你

如果没有看到那篇周记，我大概

永远不会意识到，作为教师，自己的

一言一行会像拍向沙滩的海浪，既可

以抚平一切，也可以冲毁所有。

“原谅我，我是第一次14岁，第一

次读初中，第一次学做人……关于长

大，我真的没有经验。”

学生周记中的这段话，把我的记

忆拉回到校园艺体节。这是一个以

班级为单位的节庆活动，所有项目都

需要集体展示。班级的每个人都对

艺体节充满期待，想要大展身手。

活动当天，我班参加的第一个项

目是长绳比赛，32 名选手就位，却唯

独不见了一位叫郑青的女孩。“操场、

教室、寝室……哪里都找不到她！”回

来报信的学生都快急哭了。郑青平

时做事稳重，不至于临阵脱逃，她到

底去哪里了？这时，有的学生情绪开

始出现波动。

“1707 班 是 马 上 开 始 ，还 是 弃

权？”裁判下了最后“通牒”。慌乱中，

学生仓促上场，郑青的位置被另外一

个学生替代。

显然，这段小插曲让所有人乱了

阵脚。第一圈替补踩绳，第二圈两位

女生连续踩绳，第三圈四五个学生都

踩绳……结果可想而知，我班的成绩

排在了年级末尾。

期望变成失望，我的情绪也变得

不受控制：“失误，失误，全都失误！”

比赛输了，学生已经很不开心，加上

我的情绪失控，他们顿时像霜打的茄

子，眼神也暗淡了。下一个比赛项目

是定点投篮，学生默默走向比赛场

地，却没有一个敢出声邀请我。

我独自站在操场上平复情绪，这

时耳畔传来了欢声笑语。只见别的

班的孩子无论输赢都在享受艺体节

带来的欢愉，一张张笑脸如同绽放的

花朵。“难道名次比快乐更重要？”我

问自己。

这时，郑青的好友跑过来告诉

我，在比赛之前的训练中，郑青因为

常常出错被班上的同学责备，自尊心

受到伤害的她一直躲在厕所哭。听

学生这样说，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失

职、失态，懊恼的情绪涌上心头。我

该如何帮助郑青和孩子们？又该如

何解释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几天后的班会课上，我说：“同学

们，对于这次跳绳比赛，你们有没有想

说的？”也许害怕我再次发火，大部分

学生都低下了头。“其实，老师批评你

们不是因为没有赢得比赛，而是遗憾

大家丢失了团队协作精神。”当我说出

郑青“消失”赛场的真正理由，学生更

加沉默。“大家看重名次，但赢得比赛

靠的是集体力量。有同学落后，应该

帮助而不是指责。如果一味责怪，从

一开始这个团队就不完整了。”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若有所思，该

是自己表态的时候了。“老师也有不

对的地方，如果在训练时就发现这些

问题，或者在赛场上安抚你们的情

绪，你们会发挥得更好。”对上孩子们

惊讶的眼神，我感觉到师生间的距离

正在慢慢拉近。

教室角落里传来一阵啜泣声，突

然，郑青站了起来：“我对不起老师和

同学们，是我拖了后腿……”还没来

得及安慰她，班长便说：“我们是一个

集体，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共同进步，

这件事不能全怪你。”

这节班会课的后半程，沉重的话

题没有再继续。学生你一言我一语，

回顾艺体节中有趣的细节，脸上又露

出了笑容。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蓝山县湘江

源中学）

跳绳风波 □彭新姮班级叙事

家校彩虹

我秀我班

百家百家
笔谈笔谈

凭借一篇课文，山西省孝义市朝阳街小学18班的学生做出了属于父母那个年代的玩具——“竹节人”。他们还有更多大胆创意，没有竹子就用废弃的彩

笔杆、塑料管代替，用纽扣做竹节人的脚……在“玩转竹节人”活动中，课桌成为擂台，学生操作绳子就可以让“竹节人”开始“战斗”，围观学生的加油呐喊声

不断，热闹非凡。 李琴芝/图文

□杨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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